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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观四川博物院，收官“长征四川行” 

 

2021 年 7 月 17 日，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“重

走长征路”实践团一行来到四川省博物院进行参观。四川博

物院创建于 1941 年 3 月，是收藏和展出四川省文物的重要

场所，现有馆藏文物 30 万件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巴蜀青铜

器、张大千绘画作品、四川汉代画像砖和陶塑等。实践团参

观了四川汉代陶石艺术馆、张大千艺术馆、陶瓷馆、“远古四

川”馆、四川民族文物馆、工艺美术馆、书画馆等展馆，这

些馆藏的文物和艺术品展现了四川省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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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积淀。 

四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程最长、停留时间最久、重大

事件发生最多的地方。红军长征在四川经历的"彝海结盟"、

四渡赤水战役、强渡大渡河、飞夺泸定桥、翻越夹金山等，

是红军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坚不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

神，谱写出的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。通过在四川的参观学习，

我们对四川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感悟，对灿烂的巴蜀文明

也有了更加深厚的理解。 

在去往机场的班车上，由“总参谋长”刘宇老师主持举

行了别有生面的结业仪式。首先“中央纵队司令”李永进老

师和“第三军团司令”赵亮老师分别代表两个军团进行了总

结发言，李永进指出，从 7月 13日到 7 月 17 日，五天的行

程即将结束，“中央纵队”的各位老师都表示收获良多，他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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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的收获概括为三个 “心”。第一，通过重走长征路，找

到了“初心”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，重新回到长

征历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，很多过去只有在书本上才能看

到的知识、人物，如今通过重走长征路切实体会到了以前红

军的不易，展现出我们党一路走来的艰辛，也使得我们的“初

心”从这次重走长征路的行动中得以加强；第二，坚定了“信

心”。这个信心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，关于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信心，习近平总书记在“七一”

讲话中指出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

么好，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。我们作为马克思主

义学院的思政教师，能真正参与到此次重走长征路中，对于

我们信心的增强有很大的帮助；第三，坚定了“决心”。这个

决心就是沿着新时代长征路继续前进的决心。对马克思主义

学院的思政教师而言，讲好每一堂课程，搞好科研工作，才

能不负革命先烈的牺牲，这次重走长征路，是一次非常深刻

的“思政大课”，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，高度贯彻了党史学习

教育的目标：学史明理,学史增信,学史崇德,学史力行。希望

我们能带着这一路的学习体会，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

赵亮指出，初到四川雅安时，第一个感受是气候潮热。站在

泸定桥上深感当时红军飞夺泸定桥的不易，更是感到十分震

撼，当天康定县下起了雨，在湿滑且摇晃的木板上行进时，

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一种眩晕与恐惧，而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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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桥上的木板都被敌人抽走，艰辛的程度可想而知。夹金

山之行感慨更深，7 月 16 日，驱车前往夹金山的路上一共花

费十个小时的时间，有 14位老师徒步到达了山顶，其他老师

在克服高原反应，晕车等种种困难，最终在夹金山山顶汇合。

在整个“重走长征路”的过程当中，十分深刻地感受到了同

志们的团结，这些宝贵经历也丰富了我们思政课堂的教学素

材。 

北京理工大学人力资源部于笑湉老师表示能够参与此

次“重走长征路”倍感荣幸。这次的“重走长征路”区别于

以往在影视剧、书本上所看到的那样，当我们身体力行地走

到了这条长征路上，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红军战士在枪林

弹雨中勇往直前的精神，这具有十分深刻的教育意义。同时，

这一路的交流接触中，与马院的老师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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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会将此次活动的内容与人力资源部的人员进行交流，加深

学校行政管理部门与各个学院之间的交流，促进学校整体教

育事业的发展。北京理工大学组织部陈皓禹老师表示能与马

克思主义学院的思政教师一起参与此次活动深感荣幸。这次

“重走长征路”中，大家都是以战士的身份参与其中，不仅

培养了友谊，更是培养了浓浓的战友情。体验泸定桥，攀爬

夹金山等，都切身感受到了当年红军战士的不易，通过这样

的实践学习，也切实加深了我们对党史的认识。 

 

“总政治部主任”陈宗海老师发言指出，此次实践十分

深入。以前的一些疑问，如强渡大渡河时，红军渡河的方式

是什么，红军船只怎么过去等，通过此次实地学习都有了深

入的解答。在过去，我们对飞夺泸定桥的理解还不够具象化，

通过这次学习，我们了解到为了避免重蹈石达开覆辙，红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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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怎样指定作战计划的。在翻越夹金山时，我们上山下山乘

车有十小时之久，而红军战士当时在没有路的情况下，在规

定时间内一步一步从山脚下爬上山顶又下山，该是多么的艰

苦。我们把车轮上的路和我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路结合起来，

形成了关于翻越夹金山的一种深度体验。在参观四川省博物

院时，虽然每个人的参观的兴趣不同，但是我们对巴蜀文化

厚重的底蕴有了深刻的认识。另外，此次“重走长征路”组

织严密，通过学院各方的组织配合下，本次 “重走长征路”，

每个人都遵守铁的纪律，每个环节都顺利按时推进。我们要

带着这样的深度体验，带着“重走长征路”的情怀，把所见

所闻用于工作、科研实践之中，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传播给更

多的受众。 

 

陈洪玲副院长代表学院讲话，首先对参与“重走长征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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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所有老师表示感谢，她指出，此次“重走长征路”对于思

政教师而言是很有意义的，从学院发展来看，也是给大家提

供了一个亲密接触的机会。第一，通过这次“重走长征路”，

我们获得了身体上和心灵上的洗礼。我们体验了红军长征的

艰难，红军战士经历了千难万险，面对敌人的围剿与追击，

不畏艰难险阻，浴血奋战。我们深刻体会到了长征精神的伟

大，对于马院思政教师而言，也打开了新的境界；第二，我

们都是马院人，这次“重走长征路”也呈现了我们马院人的

精神风貌，亲身感受到长征过程中的艰辛和感人的事迹，对

于提高思政课的时效性、抬头率、学生的获得感等方面都有

帮助，能够激励我们进一步增强教学、科研活力，对于我们

扩展科研工作也能提供新的切入点；第三，这一路走来，通

过几天的接触大家的感情也得以拉近。在平时的学院工作中，

大家的工作任务比较重，很少有机会深入地交流，通过本次

“重走长征路”之行，拉近了老师们之间彼此的距离，增进

了教师之间的友谊，这也是学院组成教学和科研团队等事业

的发展的良好开端。在热烈的掌声中，北京理工大学思政教

师“重走长征路”四川行考察调研活动圆满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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